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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崭露头角

王济武出生于南京、镇江之间的句容市。妖

娆江南，风光秀丽；钟林毓秀，英才辈出。他自

幼深受人文、自然环境的双重熏陶，加上天资聪

颖，勤奋好学，一直成绩出众。1988年，王济武

夙愿成真，考入了梦想已久的清华大学，成为经

管学院88级2班的一名本科生。

像清华园中的每一个细胞一样，这是一个

充满活力、勇于创新的班集体，担任团支书和班

长的王济武更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他曾在校学生

会担任宣传部部长和调研部部长，在学校科协任

副主席，并举办首届“挑战杯”科展。大四时，

在相关老师的举荐下，王济武筹建了“清华学生

法律学会”。他在学生中开展的宣传活动声势浩

大，最终将其发展成一个会员逾600人的全清华最

大的学会！时任党委学生组组长的吉俊民建议，

学生在校园内犯错处罚，尚无一套具体程序，倘

若开办学生模拟法庭，将相关评判权力下放给学

生，既可营造学习法律的氛围，又可创造学生民

主自治的环境与意识，可谓一举多得。后来，在

王济武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模拟法庭不但设

立了，还被清华大学电视台现场直播，《民主法

制》等杂志也纷纷跟进报道。值得一提的是，学

会成立后当年就有人报考律师专业，王济武班上

有3名同学参加学会后，仅用一年时间就考上了全

国自考法律大专。2002年，法学院恢复成立5周年

之际，王济武还作为受邀嘉宾参加了庆祝活动。

除了锻炼自己的社会工作能力，王济武说，

演绎才情  心怀天下

○ 李锋

——记香港百骏集团联席董事长兼CEO王济武

尽管对香港百骏集团已有一定的认知，但在和董事长王济武见面的那一刻我们仍然心生敬意。谈笑间，他那浓郁的

人文气质是一般企业家所不具备的。王济武不仅是一位商人，还是一位博学多思通晓词律的青年才俊。丰富的人生经历

造就了他淳朴宽厚、睿智幽默、温文尔雅、从容淡定的风格，举手投足间无不散发出儒商的魅力与内涵。

从7年前5000万元的创业资金发展到现在约50多亿元的多元化控股集团，王济武的经营才干成为许多商学院的经典

案例。初夏时分，在清华大学东门外的一个写字楼里，伴着午后的阳光，就着一杯清茶，王济武向我们谈起了他和他的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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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学习、老师的教诲对自己事业成功也

有很大的帮助，一些具体技能在工作中收到了

“奇效”。清华机械厂的训练课程中，王济武的

电焊活合格率达百分之百，车刀工序干净利落，

被夸为“一刀活”。后来他在管理各种工程施工

队时，常常赤膊上阵，技压四座，高级技工无人

不服；而他绑钢筋、码砖头，上手便出绝活儿，

更无人敢偷奸耍滑。这一切他都归功于自己在清

华时打下的机械、电工功底，以及树立的“文人

动口也动手”的顽强自信。

清华大学图书馆是王济武上学时最爱的地

方，特别是社科馆的图书，他以但观大略的方式几

乎看了个遍。年轻的他渴望探求真理，带着对社会

人生问题的诸多疑虑，通宵达旦地研读马恩列斯、

《毛泽东选集》等著作。他对于理论学习孜孜以求

的精神，竟引起了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的王凤生老师

的重视，曾两次亲临宿舍看望指点。在老师们的悉

心指导下，王济武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善的世界

观，掌握了研究、判断事物本质的基本理论方法。

清华传统的“学生党校”与“暑期团校”也让好学

好悟的王济武受益匪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系统

思考方法非常有助于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认识、解决问题，对于在瞬息万变的商战中把握先

机，也极具指导意义。

五年同窗，当年各系兄弟姐妹在清华园中切

磋学问，互生友谊，步入社会后又互相勉励，携

手共进。王济武说，学而有友，英才荟萃是在清

华求学的人生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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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舞台竞风流

1993年本科毕业后，王济武进入了北京市房

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现为首开集团）。头一年，

就在东花市、浙江村、幸福村等地当起“难缠”的

拆迁办主任。每天，王济武坐在临时办公室内一张

破旧的桌子后面，前后左右围满了人，满屋子乌烟

瘴气，空气浑浊。在这种混乱的环境下，他为了稳

定心神，每天都会在自己的水杯中插一枝鲜花，有

时是玫瑰，有时是月季，只要一坐下来，眼见鲜花

绿叶，就会感到平静舒坦一些。

为了完成任务，王济武与形形色色之人斗智

斗勇，始终坚持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待每一

个拆迁家庭。经过耐心细致认真的工作，王济武

管片3个月内一次拆完，进度第一，在毕业后的

第一份工作中崭露头角，获得了地产界前辈张包

铨先生的赏识。王济武说，拆迁安置这类工作，

利益博弈成分多，政策掌握难度大，的确很难做

好，但是只要牢记前辈学长的教诲，就会取得难

能可贵的业绩，“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

求我能，而求我公。”

此后，他一方面历任拆迁办主任、销售经

理、财务主管、总经理、董事长等诸多职位；另

一方面，不断总结工作经验，钻研行业规律。

1995年，为了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他运用法学

知识和销售经验协助国家主管部门制定了《国家

商品房销售标准合同》。1996年，为国务院调研

组撰写了《如何为中低收入者解决住房》的调研

报告。同时，还为国家经济适用房政策出台以及

北京“回龙观100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试点项

目的建立建言献策。近年来，王济武在国家级刊

物上累计发表论文已经超过10万字。

1998年，王济武被派遣前往香港从事金融工

作，香港先进的金融理念和运作方法使他眼界大

开，迎面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与全球高科技泡沫

更使身处金融一线的他深受启发。他暗暗告诉自

己一定要抓住机遇干一番事业，此时，王济武人

生的又一个春天已悄然来临。

1999年，他向北京市政府主管领导提交了一

系列金融报告，提出“建立金融窗口，服务首都

经济”、“京津合作，构建大物流产业圈”等方

案设想，并顺利获得通过。随后，王济武受委托

负责此项目的具体运作，先后任职于香港北京控

股集团战略部、香港京泰实业集团投资策划部。

香江击流，他的才华获得了各界的认知，并在北

王济武

现任香港百骏（中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学士（1988级）、工商

管理硕士（1997级）。具有16年的房地产及金融行业经验，2003年创办香港百骏（中国）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曾获得“2007年度中国十大建设英才”、“2008年度全国先进爱国企业家”等多项荣誉

称号。

京市组织的干部测评选拔中名列前茅。然而，因

为某些意外因素，王济武最终未获任命。“烈酒

浓茶多苦胆，古韵诗心惜花迟”，他的诗文表达

了委屈，也体会到了苦其心志的磨砺。“路虽漫

漫，不辞求索，世事多艰，难得诗心”，年轻时

遭遇的几次起伏，促使王济武的思想逐步成熟。

原北京市副市长、清华校友胡昭广是王济武的老



50

人物 PEOPLE

领导，他评价年轻的王济武是一位金融投资“神

童”，更对几年后王济武的沉稳进步深感欣慰。

2000年至2002年，王济武担任香港京泰证券

公司董事、总经理，副总裁。此间他带领团队，

促成了“同仁堂”、“首信”等多个国企海外融

资、海外上市，参与了京港经济对话与交流合

作、北京物流港等项目，并与新加坡交易所合作

开创了北京企业新加坡上市之旅，组织首家赴新

加坡上市的北京企业——“华地控股”的路演工

作。同时，王济武大胆创新，尝试以清华思维建

立数理模型投资股票。2001年，他与君安证券操

盘手、大学同学余建新建立了一套体现价值投资

的“股票投资电脑模型”软件，并共同出版《中

国股市实战理论与方法》，至今影响不衰。

下海创业写传奇

2003年，王济武创立的IT企业“骏马科技”

的新加坡上市之路遭到重创。同时，人民币升值

预期让熟悉国际金融史的王济武迅速意识到一次

人民币资产增值的重大投资机会，而突发而至的

“非典”又提供了一个“断点”式的投资切口。

他重燃信心之火，决定重整旗鼓，下海创业，回

到自己喜爱的“老本行”——房地产业。

立言起行。2003年7月，王济武与澳门社会

名流马志刚先生携手创立了香港百骏(中国)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回到北京，他们仅用三个月时间即

迅速投资了昌平“碧水庄园A区”及“北京实业集

团”重组项目。

在昌平“碧水庄园A区”的建设上，曾经的

校园诗人王济武倾心于以山水庭院为主导格局，

集中体现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和人文内涵。香港

百骏成立后的第三年，王济武入选“中国别墅领

军人物20强”。他所开发的别墅庄园，拭去了红

尘的浮华奢靡，回归人性对于自然生态的内心诉

求，突显居住品质的高尚境界与人文情调，质朴

典雅，卓尔不群。

出于社会责任意识，集团成立之初，王济

武还大力投资西部基础产业及农业园与风景区建

设。2005年集团旗下江苏百骏实业公司以1000万

美元、跨地5000亩的投资规模，建设了江苏省最

大的外商投资农业项目之一——“江苏百骏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2010年，在房价飞高的环境

清华大学幼儿园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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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作为优秀的地产投资集团，香港百骏集团的

地产部门却正按照王济武的部署，率先顺应政策

导向，着手于北京昌平区建设约10万平方米“公

租房”。集团旗下昌平、苏州、深圳子公司也在

集体转型重点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王济

武认为，地产经济即将步入社会平均利润时期。

买地卖房简单赚钱的地产粗放经营时代随着本轮

调控的落实已经结束，未来应当是专业地产时

代，拼的不只是钱，更多的是专业化。

在王济武的经营管理下，不到5年时间，百骏

集团就异军突起。2008年，时年36岁的王济武荣

膺“中国十大建设英才”及“全国先进爱国企业

家”称号。面对鲜花、掌声，他表达出了立志创

新、再创佳绩的愿望。

回报社会天地宽

从小爱种树修路的王济武热爱城乡建设，并

对市政规划有很强的天赋。大二时，王济武参加

由清华大学团委组织的对内蒙赤峰的暑期扶贫活

动，期间他起草的《巴音诺尔工业镇规划》即获

采用，大学期间他还与导师谢文慧教授一起参加

了“中关村”及“亚龙湾”的规划工作。在后来

投资活动中，他仍有心思考，并曾向来访的江苏

泰州市长建议修建江都机场，向句容市长建议退

耕还湖，恢复赤山湖秦淮风水等等。这些见解独

到的想法都在几年后得到了地方领导的理解与赞

同。不求在其位，亦愿谋其事，王济武说为城乡

建设建言献策是自己的“乐事”。

王济武说，古人中他最爱范蠡与范仲淹。范

蠡在国事与商事间从容进退，范仲淹得知自家苏

州宅第文运最佳后即捐之用于苏州书院。他说，

每掩卷至此，见贤思齐之心便油然而生。苏南茅

山自古物华天宝，文风鼎盛。王济武经过深思熟

虑，决定将一处槛外山色秀美、门内古朴典雅的

自建庄园改造为“茅山书院”，为推动文教繁荣

竭尽绵薄之力。数年前林木蓊郁的一片滨海乐

土，如今欲展新颜。在意境悠远、风光无限的秦

淮河畔，他用理想和责任，为秀色江南淡烟流水

的幽幽古韵添上新的风景。

饮水思源，事业成功的王济武不忘回报母校

培育之恩。2009年6月1日，为迎接清华大学百年

校庆，支持清华大学洁华幼儿园的建设与发展，

王济武与夫人马晓明捐建了造价约达300万元人民

币的幼儿园C座配楼二层教室，并已于2010年1月

建成交付使用。2010年5月，王济武又通过控股的

“道康传播机构”联合屠晓光、孟郁、王书贵等

校友再向清华大学校友总会捐款1000万元，用于

校友活动及提升《水木清华》杂志。他们的义举

受到了高度赞扬和广泛关注，但王济武说自己的

成就与贡献，放在清华众多的杰出学长中，还非

常微不足道。学习前辈，见贤思齐，一直是他的

心愿。

王济武从小生长于书香门第，还曾是清华园

内的知名校园诗人，成功举办过个人诗展。如今

他虽驰骋商界多年，面容中却无多少岁月沧桑所

刻写的世故，儒雅容貌里焕发出举重若轻的洒脱

飘逸，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

他曾被杜工部“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庐独破

受冻死亦足”的大爱境界所强烈触动，也曾为刘

禹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儒雅风骨所

深深折服。此刻，他那冀望普天之下人人安居的

宏愿，深深打动了人心。

得人心者得成功，我们祝福王济武开创出更

美好的前程。

（本文原载于2010年7月2日《人民政协报》，本刊有删减）

2009乙丑年秋，60周年国庆前夕，欣逢千载盛世，又值清华

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王济武寄思微婉，感慨抒怀，欣然赋诗

一首，名曰《我心依旧》，表达了对母校的深情，对大学时

光的怀念，对事业的信心。

我心依旧
——为清华百年而作

往事依稀如梦，

心内潮水翻涌，淘不尽，千古风流，

回望阑珊灯火，

你的身影，

依旧匆匆如风。

荷花夜色朦胧，

百年繁华与共，

曾记否，四海兄弟，吐出徐徐烟圈，

我的心事，

只有你能读懂。

枕畔长发如雪，

桃李依旧春风，

难相拥，多少欢颜，拨动滚滚红尘，

世事如棋，

一曲丁香清风远送。


